
附件：

2022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汇总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名称
全年 自评

得分

是否有较大

偏差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

1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600.00 518.83 86.47% 95.65 否

2 非遗保护专项 150.00 108.07 72.05% 94.20 否

3
滁州智慧文旅综合管理服

务平台运维项目
150.00 131.65 87.77% 93.78 否

4 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专项 31.05 31.05 100.00% 100.00 否

5 文化工作专项 141.00 141.00 100.00% 99.00 否

6
文化服务公司运转相关经

费
33.13 22.64 68.33% 96.83 否

7 旅游工作专项 11.34 8.67 76.42% 97.64 否

8 大楼运转费 267.00 127.51 47.76% 94.78

工程未验

收，未支付

款项

9
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2021

年结转项目
312.57 312.57 100.00% 100.00 否

10

(提前下达)2022年省级非

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徽州

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专项

16.80 16.80 100.00% 100.00 否



资金

11

(提前下达)2022年省级公

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

资金

112.00 52.18 46.59% 98.66

上海文化产

业发展大

会，疫情影

响延期至次

年举办。

12

(提前下达)2022年中央补

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

建设补助资金

102.00 102.00 100.00% 100.00 否

13

(提前下达)2022年中央补

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

专项资金

69.00 69.00 100.00% 100.00 否

14
滁州市博物馆运行管理经

费
520.47 489.75 95.00% 94.99 否

15
滁州市博物馆免费开放经

费
25.00 25.00 100.00% 98.00 否

16
(提前下达)2022年公共文

化场馆免费开放资金
100.00 100.00 100.00% 100.00 否

17
琅琊山摩崖石刻及碑刻抢

救保护工程
48.50 48.44 99.90% 99.88 否

18 群众文化活动专项 16.78 16.78 100.00% 99.99 否



19 市文化馆免费开放专项 20.00 20.00 100.00% 99.00 否

20
(提前下达)2022年公共文

化场馆免费开放资金
29.96 29.96 100.00% 97.99 否

21 文化馆上年结余结转项目 3.19 3.19 100.00% 99.00 否

22 全馆服务外包费用 491.00 491.00 100.00% 100.00 否

23 图书资料日常购置 149.95 149.95 100.00% 100.00 否

24 场馆运营费用 181.58 181.58 100.00% 100.00 否

25
（提前下达）2022年公共

文化场馆免费开放资金
29.98 29.98 100.00% 100.00 否

26
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市级

补助经费
20.00 20.00 100.00% 100.00 否

27
滁州市图书馆2021年结转

项目
9.28 9.28 100.00% 100.00 否

28

全国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

法岗位大练兵与技能大比

武活动专项

4.50 4.50 100.00% 99.00 否

29 扫黄打非专项整治 40.12 20.27 50.51% 94.05

因罚没收入

未到位，一

般预算拨款

都已执行。

30 房屋维修及设备购置经费 14.73 4.73 32.11% 81.71
因罚没收入

未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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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2022 年度市级旅发资金预算 1500 万元，切盘三产服务业 900

万元，部门预算资金 600万元。其中：旅游宣传营销经费 242万

元；旅游公共基础设施经费 250万元；市级品牌创建奖补、旅游

行业监管及培训 108万元。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

部署和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工作要求，真抓实干、攻坚克难，以全域旅游

攻坚项目建设、推动品质提升、拓展宣传营销、加大旅游品牌创

建、持续加强旅游业市场监管等为着力点，促进我市旅游业持续

健康发展。当年完成支出 518.83万元，支出率 86.4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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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部分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于 1999 年设立，2019 年，经市政府

同意专项资金增至 1500 万/年，立项依据充分，为常年发展性项

目。2022 年，市局坚持以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为主线，深入

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紧扣“一体化”和“高质量”，

统筹疫情防控和行业复苏振兴，实现各项工作在全省第一方阵再

进位，打造长三角地区文化特色鲜明的知名休闲旅游城市，打响

全国自驾旅游目的地品牌。全市接待游客 2100 万人次、旅游收入

180亿元，同比分别恢复 88.5%、85.1%，增幅分别位列全省第 2

位、第1位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充分发挥市旅发金的引导和拉动作用，全面实施全域旅游发

展战略。开展省厅通知的“1+N”资金拼盘项目和中央 1套央视宣

传，开展各类宣传活动、省厅组织的宣传活动，新增建设旅游道

路标牌、旅游公益广告宣传牌等。滁州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建

设取得实效，全市现有 3A级以上旅游景区重点场所视频监控信号

全部接入省市两级旅游产业监测中心，各类旅游信息化平台运行

维护有效，积极打造长三角旅游目的地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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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国。

为充分发挥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制定绩效评价

工作方案，对 2022 年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执行进度、使用范畴

和产出效益进行绩效评价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(附表说明)、评价方法、

评价标准等

根据《滁州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及 2022 年旅游

发展专项资金分配方案进行绩效自评。评价指标体系以滁州市市

级财政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-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 A05 为

准，评价方法是根据绩效目标完成程度及资金支付，成本节约等

角度进行评价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
全面部署绩效自评工作。根据财政部门要求，及时通知局本

级各部门及局属单位按自评表模板上报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。依

据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现行财务制度，按照部门支出绩效评

价指标体系要求，我局从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支出绩效三个方

面，对项目进行绩效自评。保证绩效自评质量。绩效评价结果真

实、完整、规范，按财政部门要求提交自评结果和单位整体支出

绩效自评报告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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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，滁州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600万元，执行数 518.83

万元，结余资金 81.17 万元，执行率为 86.47%。我局开展各类宣

传活动、省厅组织的宣传活动，全国首创风景道电子导览系统，

风景道全域上线主流导航。《滁州市乡村旅游促进条例》经省人大

常委会批准公布施行，修订《滁州市自驾游招徕专项奖励办法》。

面向长三角重点客源市场，开展推介会、采风踩线 30次，推出精

品旅游线路 20条。扎实推进“安徽人游安徽”，市县联动举办“休

闲皖中”“岭”您看滁州、桃文化旅游节等 80场宣传营销活动。

该项目总体评分为 96.65 分，从评价结果看，该项目总体评价良

好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。

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于 1999 年设立，2019 年，经市政府

同意专项资金增至 1500 万/年，立项依据充分，为常年发展性项

目。绩效目标编制数量、全面程度、合理性、明确性等，均与我

市旅游发展规划密切相关，切实发挥了市旅发金的引导和带动作

用，为全面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所必需，预算编制科学，资金

分配合理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。

按照政府财政预算，滁州市 2022 年旅发金项目经费为 1500

万元，拨付我局部门预算资金 600 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，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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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经市政府同意后实施，按照年度项目计划有序

执行，全年执行进度 86.47%，资金分配依据充分、用途明晰、有

迹可循、有据可查，合理合规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。

一、产业基础不断夯实。加快推进风景道建设工程，新增各

类配套服务设施 61个，明光静港营地度假区、天长长山民宿村、

全椒雅琦营地等一批文旅新业态陆续建成开放。全国首创风景道

电子导览系统，风景道全域上线主流导航。《滁州市乡村旅游促进

条例》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施行，修订《滁州市自驾游招徕

专项奖励办法》。滁州智慧文旅大数据中心和“一码游滁州”综合

管理服务平台全面上线运行。

二、品牌作用不断凸显。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2条，

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成功入选首批“安徽省旅游风景道”，经验

做法在全省文旅大会上作典型发言。新增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1

个、四星级饭店 2家、国家丙级旅游民宿 4家、3A景区 2家，评

定首批皖东民宿 5家、皖东农家乐 6家、市级工业旅游基地 4家。

评定“双微”提升示范点 42个，申报省级乡村旅游精品主题村 8

个、特色美食村 8个、乡村旅游“后备箱工程基地”5个。

三、市场活力不断增强。面向长三角重点客源市场，开展推

介会、采风踩线 30次，推出精品旅游线路 20条。扎实推进“安

徽人游安徽”，市县联动举办“休闲皖中”“岭”您看滁州、桃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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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旅游节等 80场宣传营销活动。积极开展“皖美好味道·百县名

小吃”宣传，精选出 101 道滁州特色美食，7 家门店入选全省首

批特色美食名店。推出文旅故事系列短视频 11集，设计制作“好

味滁州”美食图册，拍摄完成“市长 Dou 说家乡美”短视频。连

续两年成功承办安徽自驾游大会，全省唯一。“驾游安徽品牌”获

评国内旅游宣传推广优秀案例。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。

打造长三角地区文化特色鲜明的知名休闲旅游城市，打响全

国自驾旅游目的地品牌。全市接待游客 2100 万人次、旅游收入

180亿元，同比分别恢复 88.5%、85.1%，增幅分别位列全省第 2

位、第 1位。省“512”重点文旅项目完成投资额 30多亿元，谋

划风景道沿线各类文旅项目 60个、总投资 60多亿元。编制发布

《滁州市数字创意产业规划》，省“双招双引”调度平台数字创意

产业总投资额超 600 亿元，投产项目金额、纳统项目数和纳统率

等核心指标居全省第一方阵。
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一是做优基础设施。聚焦乡村振兴，推动风景道基础设施完

善、配套服务设施补足、沿线环境风貌提升、支线连接线延伸等

系列工程，新增旅游集散中心、服务驿站、停车场、旅游厕所、

充电桩等基础设施，培育提升乡村风景道，打造乡村露营地。

二是做大旅游项目。加强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，构建党政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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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、部门协作、市县联动、社会参与的发展格局。以江淮分水岭

风景道为统领，摸排一批项目，组织实施全市旅游资源普查，对

地文景观、水域景观、历史遗迹等八大类资源进行摸底并编制成

册。招引一批项目，面向长三角核心城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吸

引一批有实力、有影响力的企业来滁投资，探索推动池杉湖度假

区、金牛湖景区跨区域创建国家级度假区或景区。

三是做强旅游品牌。贯彻实施《滁州市乡村旅游促进条例》，

编制《滁州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》，聚焦风景道沿线

13 个乡村振兴示范段和 65 个示范村，实施全市乡村旅游高质量

发展“七个一批” 工程，力争打造精品主题村、特色美食村 、

精品民宿。

四是做活旅游市场。市县联动推出不少于 80 场宣传营销活

动，提升年货节、美食节、桃文化旅游节、池杉湖观鸟周等文旅

品牌活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发挥奖补资金作用，鼓励各县（市、

区）和行业协会开展各类特色鲜明的农事或节庆活动。持续推深

做实“安徽人游安徽”“滁人游滁”“皖美好味道·百县名小吃”

等主题营销活动。以《滁州市自驾游招徕专项奖励办法》为抓手，

加大长三角地区尤其是南京都市圈、合肥都市圈“引客入滁”力

度，打造“微度假”旅游目的地。在南京、合肥等长三角重点城

市举办专场推介会，以上海·滁州虹桥会客厅为窗口，常态化展

示滁州文旅形象，依托畅游都市圈·滁州圈圈卡，实现跨区域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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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联动。

六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

当前，我市旅游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，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，

距离群众期待、游客满意还有一定差距。总的来看，全市旅游产

业发展仍存在速度不快、效益偏低的问题。一是整合融合仍显不

足。各地和相关部门对发展旅游的思想认识不同、重视程度有别，

存在资源盘活不力、产业融合不足、行业合力不够、扶持措施不

多等问题。二是从业队伍建设、行业提质升级任重道远。三是市

场开拓尚需加强。旅游项目主体存在营销意识不强，营销方式创

新不足、市场拓展能力较弱等问题。

七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完善评价指标体系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

及时进行动态调整，以更全面、更准确地评价旅游发展专项资金

的使用效果。

（二）加强绩效评价标准制定。应该加强对专项资金评价标

准的制定和解释，提高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和公正性，尽量减少评

价结果的主观性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工作。按季度开展项目

绩效运行跟踪监控，及时杜绝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无绩效、低绩效、

执行率低、达不到主要预期目标现象的出现，加快支出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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